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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洽 警代 毒筝演 赛魄 审纂麓 良 

口 陈 窈 

古筝是我国最古老的传统乐器之一。其历史之悠久，外形 

之古雅，音色之润美，无不使人为之心倾。筝虽不若琴那般为 

古代文入阶层所供奉，但从 自乐天“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 

之佳句和敦煌壁画等古迹来看，在历史上人们对筝的喜爱亦 

不乏热度。 

近年来，筝的演奏、教学以及乐器制造等诸方面均在不同 

程度上进行着跃进。随着国人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已有 

相当一部分人群开始重视精神生活的文娱性。筝作为一件倍 

受各地华人青睐的中国传统乐器，势必呈现今昔潮热之象。然 

膨化之繁荣背后所存在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却实实在在地困 

扰着吾辈。如传统音乐艺术如何全面继承和发展的问题；大范 

围迅速普及后的质量问题；文化艺术商业化带来的诸多影响 

以及专业教学的多元性等等。当代筝人希图古筝事业朝着良 

好的方向健康地发展，目前最切实的着眼点之一，即是引导当 

代古筝演奏艺术的审美，趋向于健康和完善。 
一

、筝的“传统”美与“现代”美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大地上便呈现出极为民主的“百 

家争鸣”态势。诸子皆直言不讳地阐述自家对音乐的明确观 

点。而今，更值多元文化平等共荣之世，任何具有独特见地的 

审美观皆可以自由地存在，甚至被大众容纳与接受。然从学习 

和推动演奏艺术发展的角度看来，当代青年筝入出于个性，对 

于不同风格之“传统”与“现代”乐曲心怀偏颇却决不是一种好 

现象。从事演奏艺术之学人，若但只欣厌一种乐风，则如人之 

偏食 。久必病 矣。 

当代青年筝人尝有忽略“传统”乐 曲之错误倾向．认为传 

统乐曲通常是不合时宜的音乐，不能跟上时代之步伐，甚至是 

已经被淘汰的沉闷无味的东西 。因此，演奏起“传统”乐曲来 

毫无韵味可言。事实上，无论从继承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传统 

乐曲都是太重要和太值得学>-7的一所宝库，不容忽视。当代演 

奏者应从更深层的角度去发掘传统，而非予以排斥和抛弃。 

中国传统筝曲的五大流派无一不是脱胎于地方民间音乐 

或剧种，因此具有相当深厚之群众基础。且学人可通过学>-7传 

统乐曲掌握更为广泛的音乐知识，以及各地之民俗文化与风 

土人情等。于加强个人艺术修养，提高演奏品位大有裨益。且 

传统筝曲数量较大，各流派内传承之支流亦纷繁复杂。其加花 

交奏更是丰富多彩，精益求精。但由于全国筝坛之现状均以学 

习现代技巧为主，以继承流派为次。进而造成筝艺总体之失 

衡，和发展的单一化趋势。当代筝人不得不对业内的审美取舍 

发起深思。难道 统流派筝曲竟当真如此缺乏价值和魅力，而 

遭如此冷落，毋令继承与发展壮大吗?恐有一朝，各流派之正 

宗均已绝后，中国筝将陷入非常之窘境。继承传统流派同样需 

要大量的专业人才介入，方使得当代古筝事业根叶俱茂。 

另有人群则终究无法理解和接受所谓之“现代99筝曲。每 

逢新作问世，必以种种费解责难之。以至根本无心从演奏者之 

角度将其处理到位。何以至此?当代筝入若审时度势，应知所 

处之时代环境。现代新作品固然存在此类那般的缺憾，但却是 

发展的必经之路。有些新作品确实于风格韵味方面非常欠缺， 

甚至听不出能使大部分人接受的旋律。然筝的转调局限性众 

所周知。为开拓其表现力，作曲家需要尝试。各界人士大力合 

作互助，辙能加快发展之步伐，大量声韵俱佳之成熟新作定可 

期至。况当代筝曲决不乏经典。如王建民、何 占豪、叶小刚等著 

名作曲家及当代著名演奏家王中山等精心创作的新作品 《幻 

想曲》、《临安遗恨》、《林泉》、《溟山》等均堪称典范，足以值得 

学>-7和借鉴。演奏者必须深入地研究大师的作品，尚可将色 

彩、结构、张力之艺术美演绎并传达与观众。 

无论对“传统”或“现代”音乐有所偏好之人，并不排除其 

对所恶之音缺乏足够的了解和理解。要想成为优秀的演奏者， 

必须善于发现美。理智的演奏艺术审美，应把取舍焦点聚于自 

身之表演诠释能力上。任何过分的偏颇，只能说明自身演奏能 

力之不足而已。 

当代古筝演奏者对传统曲与现代曲的审美取舍，主观意 

识很强。个人一时喜好之音乐便是好音乐，演奏起来全凭一些 

初步的感性认识，缺乏对音乐的深入研究。如此状态，必造成 

自身对音乐理解的片面性并养成对音乐表达的一些不良习 

惯。专业演奏者至少应做到传统风格韵味之准确地道、现代演 

奏技巧之游刃有余，且具备广泛的音乐知识。因此，年轻一代 

专业演奏者对音乐的审美，宜站在一定的高度，以相当之理性 

思维平衡 自身固有的感性思维。避免造成不健全的音乐审美 

意识不断扩散。 

二、技术美与艺术美 

技术美与艺术美之间的关系，打个譬喻则如人之形体美 

与心灵美。形体美固然好，心灵美就更好，兼而有之则是完美 

之至宝。天地间不乏才人，更不乏美人。若是美人，加之德才兼 

备，则无与伦比，乃人间神仙。 

从某种意义上讲，炫技对于人们的感官确是有一定美感可 

言的。当演奏者的音色，张力，均匀等技巧均达到一定程度之 

高度时，便完成了音乐表演的形式美。这种形式美足以能够冲 

击一部分观众的听觉、视觉。甚至可以使人惊讶得 目瞪Iz／呆。 

当代古筝演奏技巧的发展方向，总的来说是借鉴了钢琴、 

小提琴等西方的演奏技术理论，并吸取 了琵琶等民族乐器之 

相关技巧来发展壮大的。如双手快速指序技巧、轮指技巧、综 

合摇奏技巧组合、复杂的和弦与琶音技巧等等。当代古筝演、奏 

艺术从专业的角度来鉴赏演奏者之技术时，绝非昔 日以能够 

做到某种高难度技巧为贵，而是要深入品味其完成的质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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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技术难度之基础上，音色是否饱满圆润，演奏方法是否合 

理规范，以及快速是否均匀干净等等，皆在技术审美范围内。 

只有细致的技巧处理才能造就细致的音乐处理。 

尝可听到有人演说鄙视注重技术之“琴匠”，殊不知其已忽 

略了塑造精品艺术之重要基础。技术乃系为艺术服务之基本工 

具，若俱利器巧夺天工，岂非美哉。况且，是“匠”与否之关键并 

非在于其对于技术之重视程度，而是在于演奏者有无足够之艺 

术修养。此谬谈乃常常误众，期诸明师善导后学是幸。当代古筝 

演奏技术领域发展进度较快，整体的技术水平参差较大。理当 

对业内之技术发展予以重视，并尽快使其系统化、规范化。 

当然，炫技带给人们的感官刺激毕竟具有局限性。艺术美 

无疑永远都是音乐之灵魂所在。艺术美是美学研究的主要对 

象，是艺术家创作性劳动的产物及其审美理想、个性、风格的 

具体表现，比现实美更具集中性、生动性、独创性、纯粹性、稳 

定性和个性特征。主要表现于艺术形象和意境的美，是内容的 

真善美与形式美的统一 。 

当代的古筝演奏艺术，已有相当一段时期都在追求推陈 

出新地搞二度创作。无论是传统筝曲还是现代筝曲，都要经过 

一 番个性化的处理，方能吸引业内人士之目光。进而出现许多 

擅自修改乐曲的现象。若是改得好，对原作起到了润饰作用倒 

也可嘉。其有甚者竟只听得一片胡言乱语，致使原作面目皆 

非，毫无章法可言。更有甚者竟连流传 已久的传统流派筝曲亦 

加入个性化之打造，乃至于基本句法也乱作一团。如此进行二 

度创作，即是吸引了观众的目光，恐亦难遭褒奖。发生此类情 

况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缺乏专业和与其相关的文化知识所 

造成的。标新立异固然应提倡，但是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粗 

糙之感性处理毫无艺术美可言。 

真正的艺术美来源于现实生活，与艺术家的生活阅历，思 

想水平，学识基础，文化素养等患患相关。从事专业演奏的筝 

人，应不断加强自身的修维，才能使演奏具有鲜明的形象性、 

真实的语气、和深远的意境。当代古筝演奏艺术尚在发展中， 

业内的审美意识尚未完善，故还存在着对技术与艺术审美的 

片面性。技术美包含于艺术美，同时，艺术美需要技术美作为 

基础。当代古筝艺术应本着更加多元化、更具包容性的审美原 

则更为深广地发展。 

三、当代古筝演奏艺术的发展趋势 

当代古筝演奏艺术正体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从近几 

年的重大国内、国际古筝赛事来观察，总体的演奏流行趋势是 

重视对新作品的开发、试图选拔出技术指标高、音乐处理标新 

立异的新型古筝演奏人才。但从专业媒体和评论界的一些报 

道及文章来看，似乎都在呼吁应加强演奏的艺术性。那么，专 

业演奏尚且缺乏艺术性，业余演奏岂非不堪忍睹?细细品端， 

当代古筝演奏艺术缺乏艺术性的根本原因，终究还是出在欠 

缺传统文化及传统音乐文化之修养上。由于文化断层的时间 

较长，范围太广，因此，至今仍未掀起提倡传统文化之高潮。而 

这恰恰正是当代学人所最迫切需要的食粮。 

目前，筝的演奏形式已突破了早期的独奏、重奏和齐奏形 

式。出现了各种类型的筝乐团，以及和其它乐器的组合团体。 

与此同时，新作品的创作亦更为丰富多彩。 

优秀的演奏家需要优秀的音乐作品来滋养。当代筝曲的发 

展有赖于专业作曲家的积极参与和帮助。优秀的民族风格音乐 

新作品多多益善。作曲家从大量的传统民间音乐中汲取精华，演 

奏家尽可能了解先进的作曲技术理论，辙能创作出具有高度艺 

术性、思想性的中国民族风格的经典筝乐作品。现代筝曲虽不能 

代替传统筝曲，却能够扩大筝乐艺术的发展空间。在此过程中， 

研究钢琴和日本koro4的演奏技术和创作经验为己所用固然好。 

我们当然可以学习、改编和移植外国的好作品，但必不能成为中 

国古筝发展之主流。在音乐素材和演奏技法上，一定要给予传统 

流派以足够的发展空间。在这方面，有许多外国音乐家都做得很 

好。如波兰钢琴家肖邦、俄罗斯作曲家柴科夫斯基、及当代日本 

的三木稔先生等。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他们的音乐具有如 

此强烈的民族性，并为人们所喜爱?其根本的动力源，恐怕正是 

出于对本民族的热爱。这正是吾辈所缺乏的。中国古筝演奏艺术 

和中国筝曲一定要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才能使古筝 

成为钢琴那样的在全世界家喻户晓的乐器。 

中国的近代历史造就了当代国人缺乏民族自信和爱慕虚 

荣的两大心理疾病。功利心态必然导致浮躁和追求感官刺激。 

因此。大部分观众群体都喜欢强烈与激情的听觉冲击。更加重 

了青年演奏者的艺术审美片面性。事实上，中华民族是具有太 

多优 良传统和精深文化的民族。当代青年文艺工作者尤其是 

从事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之同仁，必须将深入继承传统文化作 

为作为一项重要的课题来深入研究。逐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古筝艺术。 

四、专业院校对古筝演奏艺术的审美导向 

古筝演奏艺术进入专业院校后，其传承方式逐渐地发生了 

变化。传统的演奏传承方式是口传心授，其演奏追求矜持、文雅 

以及充满真诚的情感流露。这些通常是当代青年演奏者所不具 

备的。当代的演奏教学更注重速度、力度、耐力等外在的技巧训 

练，责无旁贷地大力发掘新作品。以至无暇研究传统民间音乐 

的传承正宗与否。长此以往，则必有所失，吾辈将悔之莫及。 

中国近现代的学校教育，几乎完全抛弃了传统教育。夸张 

些来形容像是几近一种变态之状态盲目地学习西方教育。其 

实际效果则有 目共睹。对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抛弃得太彻底 

将有何益处?到头来，受困的还是 自身。 

音乐教育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教育中都处于 

相当重要的位置。当代中国传统音乐艺术的发展举步维艰，其 

最重要的一方面原因即是传统文化教育断层所带来的弊病。 

专业音乐学院的传统文化教育则显得更为重要。有些专业学 

生甚至连音乐是什么也没搞清楚，糊涂上学、糊涂毕业、糊涂 

工作，更何谈在新世纪将中国民族音乐艺术弘扬于世界。此种 

口号喊出许久，惜内容太过空洞。民族音乐艺术并非仅只建设 

民族交响乐团和演奏几首优美的民族器乐曲。我们的民族音 

乐学，音乐史学，作曲技术理论，器乐表演技术理论都处于尚 

未成熟之阶段。这些专业领域所需要的大量研究人才，必然是 

通过专业音乐学院来专门培养。学习西方音乐就要了解西方 

文化，同样，学习中国音乐就要了解中国文化。 

音乐院校培养出的专业古筝演奏人才将流向社会各界参 

与古筝演奏的传播工作。这些人必然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素质 

教育传播。因此，突出培养其文化艺术修维，及早竖立其高素 

质的艺术审美观应是专业艺术院校予以高度重视之重要课 

题。而非仅仅传授现有的技术手法和大纲里的几首乐曲。我们 

要让青年一代学生学习和理解传统文化，引导其走近中国传 

统音乐文化艺术。注重传授古典诗词歌赋和儒释道的经典哲 

学观及其对音乐之相关论述等综合文艺知识。此将对培养新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理论 寰^ · 

蕊代设计中的人文烹义思膏 

口 马 凯 王莹莹 

摘 要：在现代进程中，不断将人文主义思想注入设计的理念中，是极其重要的。只有具备深刻思考的设计才是有价值的设计， 

理念需要理想的指导，而且更需要人文思想的支持。文章认为，我们今天的设计一创造新文化、新传统的设计，也不应把形式与功能 

作为追求的唯一目标，设计始终以人的尺度衡量物的价值创造。同样，具体的功能(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也只能是设计思想的体 

现，而不是设计本身；而我们在创造过程中对世界、对自己的理解将融入文化的现在和将来，与人文内涵联 系起来，体现我们创造的 

真正价值。 

关键词：现代设计 传统文化 人文主义 人文精神 回归 

早在文字诞生之前，人类就已开始使用图形符号来传情 

达意，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样与刻绘在崖壁上的岩画都记载 

下了人类最初对自然界的认识和理解。这些图形随着时间的 

推移、历史的变迁，随着科学技术、材料工艺的不断演进，以及 

与外来文化不断融合和发展形成 了中国特有的艺术设计体 

系。这个体系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精华，也传承了华 

夏民族特有的艺术精神。 

今天的我们处在一个高度现代化、信息化的社会，新思 

想、新观念、以及 国外的各种艺术思潮的涌入，这些对中国的 

传统文化艺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种局面下，我们面 

临着一个如何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关系的问题，对传 

统继承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是建立在 

传统基础之上的，中国的现代艺术设计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子，必然是建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 

对文化的继承是必然的，而我们该如何继承呢?这首先需 

要我们对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做一个深层次的思考。 

一

、人文主义在现代设计 中的现状 

文化体现着人文主义以及人文主义所感召的精神境界。 

直到现在，人们才渐渐地明白，设计是为人的设计。而如何使 

中国的设计更具民族性和本土文化的特性，这是中国设计走 

向世界的根本，也是立足世界的根本。 

1、本土人文。中国的本土文化是什么?换句话说，中国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代高水平的演奏人才起到重要之奠基作用。 

当代筝坛需要出现大量的各流派专家，而非通家；需要适应 

各个领域之多元形态的演奏家，而非片面单一的演奏者。当代学 

人宜据己所能选择适合个人研究之课题，更应尽己之力将所研 

究课题进行得深入透彻。持之以恒，即可扬己所长，传术于人。 

筝在古代虽为俗乐，但在当代却以雅韵著称。一些海外华 

人甚至以能拥有或演奏筝作为自己是华夏后裔的标志。大力 

发展和普及传统音乐文化艺术，将有助于国民综合文化素质 

的提高和世界范围内国乐艺术的和谐统一。当代筝人应珍惜 

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尽 己所能使其发扬光大。更应珍惜今昔 

古筝事业之繁荣态势，深究其演奏艺术精髓。为国乐大藏添 

宝。同时，专业院校更应加强培养具有高度艺术审美意识的、 

多元文化的高水平演奏人才，以拓宽国乐表演艺术之领域。导 

领新世纪国乐盛世之到来。 

注：1．白居易．《邓舫张彻落第诗》．2．笔者曾亲闻中央音乐 

学院之古筝硕士在其学位论文及答辩会中阐述贬斥传统乐曲 

之论点，遭到评审教授之反对。3．艺术美之释义系参考《辞 

海》，1999年版，缩印本，4，日本 koto即日本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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